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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章，是国家、军队授予有功人员的
荣誉证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
颁发勋章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颁发的红旗勋章，是我党我军历史上
颁发的第一枚勋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最高荣誉——

红旗勋章

随着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
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1931年 11月 7日
至 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代表 600余人，
中央苏区和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
赣东北、琼崖等苏区都派代表出席会议，
红 1、红 3军团，红 2、红 6、红 16军及各独
立师均派代表出席，设在国民党统治区
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也有代
表到会。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
定设立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嘉
奖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做出突出贡
献的红军指战员。

红旗勋章基本形状为五角星，中间
为一面红旗，红旗上有党徽和“全世界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几个大字，红旗的四周
是由齿轮与麦穗组成的圆，圆中间有一
支枪，寓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
是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人民
大众的政权。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
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
等人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革命战争

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在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授予红旗
勋章。方志敏、徐向前因分别在赣东北、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反“围剿”斗争，
未能到会，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方志敏于授勋16个

月后收到红旗勋章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赣东北省（后改称闽
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因工作
忙未能参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一枚。11
月 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致信方志敏：

方志敏同志：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

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

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

的英雄战士。

方志敏，赣东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
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恢复中
共赣东北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
民革命团，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
上饶 5县中共党员会议，成立中共 5县工
作委员会，任书记。1928年 1月，与邵式
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率部在磨盘山
区开展游击战争，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四
次“进剿”，并在信江流域创建了赣东北
苏区。1930年，领导组建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 10军。1931年 3月，任赣东北省苏
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红 10军代理政治
委员。

因战事紧张，联络不便，直到 1933
年 3月、时隔 16个月后，方志敏才收到中
央政府的信和红旗勋章。

1933年 3月 18日，闽浙赣省第二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葛源召开。方志
敏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
作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给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发来贺电，并派出中央苏区代表参观团、
中央红军参观团前来参加大会。代表大
会选举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

3月 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举行了授勋仪式。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派刘畴西带来了

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的勋章和给红 10
军的奖旗。刘畴西在会上宣读了中华苏
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方志敏的信，并将
红旗勋章佩戴在方志敏胸前。

方志敏佩戴着红旗勋章，十分激
动。会议代表们热烈鼓掌，许多代表激
动得流出了晶莹的泪珠。人们回想起从
土地革命以来的 6年多时间里，方志敏
和他的战友为开创闽浙赣苏区和建设新
型人民军队，历经多少艰难曲折、倾注了
多少汗水和心血啊！闽浙赣人民由衷地
崇敬他，爱戴他。代表们认为他无愧于
这种褒奖，并衷心为他庆贺。

但方志敏却不自矜有功，他将一切
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在授勋
仪式上致答词说：
“同志们！闽浙赣苏区 90万工农

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不动摇的

斗争，结果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

国民党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

维埃政权，创造了很大一片的苏区。这

一苏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有很重

要的地位，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

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而且

已成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更大胜

利，以至全国胜利的一个有力的苏区。

这一苏区的创造，很明显的是由于全省

工农群众与全体红色战士艰苦奋斗与

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尤其是自1931

年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力的领导

结果。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

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

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

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地在中央政

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

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我更要

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尤其是

对这次大会决议要特别尽力执行，并号

召广大工农群众一致武装起来，粉碎敌

人的大举进攻，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

而斗争到底！”

毛泽东长征途中为

徐向前授勋

为了策应和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进入四川，1935年 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徐向前指挥所部渡过嘉陵江，随后开
始长征。

1935 年 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
军越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
线走向川北。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
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 30军政委李先念
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 4500 米高的红
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迎接中央红军
北上。

6月 12日，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
领导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中央领导的信。信中介绍了川西北的
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
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分的热忱欢迎
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为确保万
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带一个
班战士送去懋功，并嘱咐“一定把信送到
毛主席手里！”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会
师后，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直到 7月
中旬，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徐向前
过去未和毛泽东见过面。在藏民区的一

个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毛
泽东，既高兴又有些拘谨。毛泽东握着
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毛
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把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徐向前，
并说明这枚勋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授予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
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
枚勋章一直保存着。

徐向前十分激动地接过勋章。授勋
仪式虽然没有在苏区那么隆重，但在长
征途中授勋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
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
战屡建战功，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
说：“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这些年成绩
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
胜仗！”

这次授勋，给徐向前留下深刻的印
象。他后来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
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
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
高度评价和褒奖。”

荣获红旗勋章的宁

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赵

博生

1931年春，国民党第 26路军被蒋介
石调至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
“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
步步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民党第
26 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
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
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本侵略
者，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派重兵堵住
第 26路军北上的道路，引起第 26路军官
兵的强烈不满。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第 26路
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加紧
进行兵运活动，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
生等近 20名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 25师
第 73旅旅长董振堂、第 74旅旅长季振同
等转向革命。董振堂、季振同与赵博生

一样，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但有
着热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
他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
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

11 月底，中共第 26 路军特别支部
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
分电文被查抄。蒋介石立即向第 26路
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
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份电报落在当
时主持军务的赵博生手里。赵博生与
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紧急商讨应急办
法，一面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
蒋介石；一面派人到中央苏区向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准备发动起义有
关事宜。中革军委批准了起义计划，
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到宁都城东南
的固厚圩就近联络指导，同时部署部
队策应起义。

12月 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
等按计划指派部队控制电台、指挥机构
等要害部门和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加
强城内城郊的警戒。当晚，赵博生召集
团长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说明形
势和第 26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后，宣布起
义加入红军。最终，第 26路军 1.7 万余
人携带武器 2万余件参加起义。

15 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起义
部队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
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16日，刘伯坚
代表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
红军第 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
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 13军
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 14军军
长，部队分别编为第 13、第 14、第 15军。
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
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
赵博生，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 1932年 12月
4日发布通令：
“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博生两

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的红旗

章……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

多种，给参加宁暴的红五军团全体战士

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宁都暴动是中

华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

动。它表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

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走向革

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

量在日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

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

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

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

页。”

赵博生，1933 年 1 月 8 日率部在江
西南城黄狮渡钳制 3 倍于己的国民党
军，指挥作战时牺牲。为了纪念赵博生，
宁都县曾被命名为博生县，瑞金建有纪
念他的“博生堡”。

董振堂，率部先后参加赣州、漳州、
南雄北口等战斗，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
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 年 10月随部
西渡黄河，指挥所部参加攻占山丹、临
泽、高台等县城战斗。1937 年 1月率部
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弹尽粮绝，壮烈牺牲。高台和石家庄烈
士陵园分别建有董振堂纪念碑。

毛泽东高度评价宁都起义，1938年
年底，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参加宁都起义
的部分同志并与他们合影，还在照片上
写下：“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以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宁都起义领导人赵
博生、董振堂等，称赞“宁都起义的领导
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
同志”。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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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勋章：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枚勋章
■姜廷玉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
上，气势磅礴的战旗方队中有一面“勇
猛顽强”战旗。“勇猛顽强”4个字给人
以豪迈雄壮之感，其背后凝结的是革
命战士与敌人在阵地上反复肉搏的壮
烈记忆。

1949 年，兰州战役，解放战争中最
惨烈的攻坚战之一。

在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浩荡征程中，
敌人扼守兰州，关上了通往西北的大
门。进门先“开锁”，城外的沈家岭被称
为兰州“锁钥”，敌人在此精心布防，企
图阻挡我军解放征程。第一野战军第
四军战前研究部署决定：第 11师担负攻
占沈家岭任务。8月 24日，由于师第一
梯队数次冲击均未成功，伤亡较大。师
决心由第 31 团（现为新疆军区某红军
团）接替师第一梯队担任主攻团。敌人
就在对面，一场决战不可避免。

沈家岭是一座葫芦形的大山岭，敌
人在岭上修筑了钢筋水泥和土木混合结
构的碉堡群，挖掘了三道战壕，以交通壕
和环山公路互相连接。每道战壕前，都
以人工削成一两丈高的峭壁。峭壁之下
是一丈多宽的外壕，壕边架设鹿砦、铁丝
网，埋设了地雷。整个沈家岭到处是深
沟断崖，遍布明碉暗堡，敌人居高临下，
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易守难攻也得攻！怎么攻？没有选
择，只有猛攻！全团战士不顾敌人的炮
火袭击，冒着雨把一道道战壕一直挖到
敌前沿阵地附近。我炮兵利用夜色掩
护，把 10门山炮隐蔽地推进到距敌碉堡

只有300米到 500米处，瞄准敌人的主要
火力点。最艰苦的是突击营的战士，他
们蜷缩在战壕的猫耳洞内已经3个昼夜，
饭送不上去，就啃洋芋，喝雨水，双脚泡
在泥水里，浑身都湿透了。但大家情绪
高涨，战斗欲极强，只等最后一声令下。

8月 25日 5时 55分，已经 3天 3夜没
有好好休息的王学礼团长果断下令：进
攻！战士们英勇冲锋，夺取了敌人第一
道战壕。眼见失去前沿阵地，敌调主力
至沈家岭正面，企图猛烈反扑，收复阵
地。我官兵与敌展开反复争夺冲杀。
此时，激战沈家岭就是反复争夺战壕的
过程，一米一米地猛打推进，一米一米

地巩固防守阵地。
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在友邻

配合下，第 31团官兵先后攻占了沈家岭
的核心碉堡，控制了敌人的主阵地。此
时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近 90%，接下来要
面对的是敌人的疯狂反扑。

一个团面临这样的伤亡该怎么
办？剩下的两百多人选择严防死守。
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准确射
击，打得敌人一次又一次溃退下去，丢
下的尸体和重伤兵，几乎盖满了山梁。
战斗中，包括王学礼在内的我方多名
团、营级指挥员壮烈牺牲，沈家岭终于
被拿下并顽强地守住了。

战后总结时，第 31团因在战斗中
攻得勇猛、守得顽强，荣获第一野战军、
西北军区授予的“勇猛顽强”和第二兵团
授予的“真正顽强”奖旗各一面。其中，
“勇猛顽强”这面两米多高的锦旗，现被
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团长
王学礼同志的遗体被安葬在兰州革命烈
士公墓内，墓前竖立了纪念碑。

时光流转中，“勇猛顽强、真正顽
强”的团魂在这支部队一代代官兵中传
承。他们始终把“勇猛顽强”的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如同大漠胡杨、天山雪莲
那样，以戈壁荒漠为伴，用忠诚和热血
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勇猛顽强”战旗——

以血肉之躯砸开兰州“锁钥”
■王法军 高 群

第4820期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瑞金叶坪谢氏宗祠。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红军阅兵广场举行授勋章、奖旗典礼。


